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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台 吉
再U 青

《江浦县地名录》，是我县历史上的第一部地名资料典籍。本录以

国务院《关于地名命名、更名的暂行规定》、省人民政府《江苏省地名

工作管理规定》和《江苏省市、县地名录编辑提纲及要求》，以及国家

公布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和中国地名委员会、文字改革委员会、国家测

绘局联合颁发的《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则(汉语地名部

分)》等文件，为编撰的指导原则和技术规范。

地名工作者在县委，县政府直接领导下，以地名普查为基础，对全

县各类地名反复查核，并补充考订、进行了标准化处理，而后编排成书。

收入本录的地名，审音、正字、取义的依据，除实地调查研究获得的资料

外，还有史籍、方志的文字记载，政府部门的文书档案及统计资料，文

物普查和采访于民间的实物、口碑材料。甚至，还借鉴了某些学者笔记

文稿中的有关记述。 ．

《江浦县地名录》，是我县地名工作以“普查"为起点，向纵深开

拓的初步成果。它较客观地反映了江浦的地理、历史特色和政治、经

济、文化风貌。具有鲜明的唯物史观和较强的现势性．．可读性，能够为

党政军民，各行各业提供本县完整的地名系统资料，又可作为年轻读者

进一步了解江浦、熟悉乡土的学习参考用书。

《江浦县地名录》的出版，标志着我县长期遗留的地名混乱现象基

本结束，各类标准地名的使用和管理，从此有了法定依据。地名录将为

江浦的两个文明建设，为加强行政科学管理和方便人民群众生活，发挥

应有的作用。

· I 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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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说明

一，本书收入各类地名2852条，是1981年地名普查成果(计2242条)的127 0A。现在实际使

用的2693条名称，在县名条目下，按类别分五个部分，编排标准地名。老山林场，汤泉农

场，也作为县境内的地名单位，其主体地名列入“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，，，重要山峰名等

归入相应部分。县境内的其它省，市属单位地名，在“重要企事业单位名称，，中录出，军事

用地名称，因未普查，没有收入。

二，本书采用志、录结合体例。地名条目以规范化汉字、汉语拼音录出标准地名后，以

“来历，含义，沿革，，或“备注"简明志其要义，并对实体的位置，性质等作必要的眨映。

书中还有文字概况28篇，均着重阐述地名的来历含义及沿革，对实体其它情况仅作简要介绍，

也是地名志的重要内容。地名含义，多在“名称内涵”或文字概况中作一次性解释，。备注旁

内不再重复。

三，书中的汉语拼音，严格以普通话为呼读地名的标准，以规范汉字定音拼写，不同于

方言。例如“绿豆洼”的拼音是L．cidOuwa(方言为LndOuwa)，_茆庄静的拼音是Maozhuan9

(方言为Maozhuang)、石碛桥的拼音是Shiql Qiao(方言为Shiji Qiao)等等。按规定，拼音

要使用哥特体字母，但本书选用的这套铅字，因没有A的小写哥特体字型，改以罗马体。a净

代替。

四，本书附地名图16幅，界线为示意性，未经实测，不作区划依据。因编绘时间不一，

县地名图只反映1981年前后的区划和地名情况。乡，镇图的地名用字，少数与地名录不一致

的，以地名录为准。本书提及的高度，均为黄海高程系数据’距离指直线距离。

五，书中人口，耕地面积，是1985年底的概数。按县，乡(镇)，村三级，分别精确到

千，百，十位，一律取其低一位四舍五入的整值。其它资料，未注明年份的，一般截止封

1986年上半年．
。’‘

六，本书选用县地名档案室部份图片资料，计60余帧翻印入录。

七，本书正文之后，附录了各级政府的有关重要文件和命名，更名报告的批复件。既供

学习，宣传，也为便于读者对照和监督地名工作。我县已做到了各乡，镇之内无重名村庄。

重名自然村的更名，地名普查后即开始分批着手，故时间弋Ij一为1981年。经几年来的过渡，

逐渐取代了1日名，已报请县政府批准为标准地名入录I珠江镇政府对该镇部分路，街，巷命

令，更名的申请，县地名机构审核同意后，也已报请县政府批准为法定地名入录。以上两

则，未另行文通知，均以地名录为准。

· I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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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江浦县

JIANGSU SHENG‘JIANGPU XIAN

县名来历及含义

江浦作为地名，最早见于《陈书·程文季传》①。

“(太建)五年，都督吴明彻北讨秦郡，秦郡前江浦通涂水，齐人并下

大柱为栈，栅水中，乃前遣文季领骁勇拔开其栅，明彻率大军自后而至，

攻秦郡克之”。《南史·程灵洗传(子·文季)》②也有相似记载。文

中秦郡(六合县地)、涂水(滁河)，当时已是专用地名，而江浦二字，

犹如今语“江边"或“入江河口"的泛称。公元573年(南朝陈宣帝太

建五年)，陈伐北齐，在这里渡江成功，因而载入史册，从此有了地名

意义。故嘉定《六合县志》称：“江浦在宣化镇南”。

明初建县，即将晋代宣化镇(即明代浦子口，今浦口区东门镇，南

门镇一带)南的这一旧有地名，定为县名，沿用至今。

太平天国政权，一度改江浦县为天浦省，至1864年，革命失败而省

名废。 霄
。

注t①‘陈书》卷十，174页。中华书局一九七二年版。

②l：南史》卷六十七，1633页。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．



江浦县概况

江浦县位于东经118。207 m118。417，北纬31。0’--32。137，长江下

游北岸，江苏省西南边陲。面积740余平方公里。1982年人口普查数为

26．27万，其中回族1582人、其他民数22人，余皆汉族。1985年末，实

际人口26．82万，其中农业人口22．23万、非农人口4．59万。

县人民政府驻珠江镇。全县分设13个乡、镇，共建有9个居民委员

会、155个村民委员会(含】630个村民组)。全县聚落，除5个县属镇

外，还有7个自然镇、1550多个自然村。南京金融专科学校(含江苏银行

学校)、南农大江浦实验农场、南航江浦农场、南京市老山林场、南京

市江浦汤泉农场等单位，也在本县境内，共占地约98．5平方公里。

江浦东南江岸线，长约40公里，隔江与南京市、江宁县相望。东北

自大桥乡张堡往南至城东乡火药洲村江边，与浦口区接壤，界长25．5公

里。西北、正西，主要以滁河为界，与安徽省来安县：’滁县、全椒县紧

邻；西南与和县毗连。省界走向是：1．自张堡溯滁河而西，至汊河集，

溯清流河至毛家渡，15公里与来安为界。2．自毛家渡曲折而南，穿蒿子圩

达汤泉土陡门，再溯滁河往西南，经杨湾、陈桥，沿汤农西北缘抵赵家

湾，至星甸四圩村小平，计22公里与滁县分界。3．自小平溯滁河至河沿渡

口，以6公里河道与全椒为界。4．自河沿南下，曲折穿西山，经石桥乡

桥北姚曲折而南，在小宋北侧过四马山河，经石村秦山分水岭，再东南

斜穿赭洛山抵邰聂，又过四马山河达乌江，再沿驻马河至江边，计42公

里与和县分界o ．

．在与邻省区界的现状中，还有“插花地”三处。1．石桥乡汤集村西

侧，有安徽省一块“飞地，，，锰“大包”；2．石桥乡的老姜，．姜庄子、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泉水苏、茆村四个自然村连同耕地，名“江(姜)苏茆"，嵌进了安徽和

县金城乡；3．星甸镇和平村小於，在和县绰庙乡境内。

江浦版图似长方形，南北最长距40公里，。东西最宽距25公里。地顺

长江之势，呈东北、西南向倾斜，绵延30公里的老山山脉，由东北而渐

西，横贯县境之中。纵深地带群峰高耸，制高点是龙洞山的主峰大刺山，

海拔442米，诸峰高程在250—300米之间。老山东南、西北两侧及县境

西南半部，为黄土低丘，高度10一35米，沿江、临滁圩区，高仅7．4

米。老山覆盖着肥厚的黄棕壤堆积，易于植被。丘陵区及沿江圩区为

重壤，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0％，临滁地区为中壤，占20％o土质有黄

土、马肝土、小粉土、淤泥土、青泥土及油砂土等，多是造田沃土。境

内主要河流，有滁河、清流河、四马山河、朱家山河、城南河、高旺河、

石碛河、驻马河及万寿河等o

江浦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中。年平均气温19．3。C，7月和1月为

27．7℃和2．2℃o 1960至1985年，极端气温分别为38．5℃(1967．8．11)

和零下13．1。C(1969．2．6)。常年四季分明，冬，夏季长，春、秋季短。

年平均无霜期226天，霜期约自11月12日至下年3月30日。年平均降雨

量1015毫米，雨水充沛。全年有两个明显的多雨期，即4，5月常多春

雨，6二7月必有季节性梅雨。1985年日照总时为18941b时(日照率

43％)，该年无霜期为241天。
‘

‘

半山半圩的江浦，土地肥沃、气候温和湿润。不仅农业条件好，林、

牧、副、渔各业也潜力很大。耕地总面积33．94万亩，其中水田23．94万

亩、旱地10万亩。生产以稻、麦、油菜及棉花为主，套作或夹种，一年

两熟。经济作物另有麻类为大宗，玉米、山芋、花生及豆类，也有相当

产量。丘陵地区茶、桑及瓜果生产，更可大力发展。江河、圩区水面及

山区水库、塘坝，虾蟹鱼鲜资源丰富。全县蔬菜产量，自足有余，家畜、
，，

‘3。 ／

移



家禽的养殖，面广量大，形成传统。

老山是江苏省建筑用材的一处重要生产基地。国有林的成林覆盖率

达77．4％，。山林面积约11．7万亩，有松，柏、竹，杂等，木材蓄积量约

25万立方米。山地还盛产明党参、太子参、何首乌、柴胡及杜仲等370

多种中药材。还有几十种珍禽、异兽在山区繁衍。

· 滨江芦滩，每年可产15万捆芦苇。

江浦地区主要的自然灾害有，春秋季低温冷害，入霉后连阴雨涝、

立夏至芒种的干热风以及麦熟时节的伏旱等。自古山区易旱、圩区常

涝，汛期更有洪水破圩之患。往往旱情未解，蝗灾接踵而至；洪水浸漫，

血吸虫病更危害人畜。据县志记载，明万历以下70年，各种天灾14次；

清初至光绪十七年的247年中58次。平均每过4年就大灾降I晦。清末至

解放前，虽无系统资料，但宏观旧中国严重的灾情史，可以认为，在诸

多天灾中，江浦均不得幸免。

解放后，江浦人民为发展生产，以水利为中心环节，同各种自然灾

害进行了斗争。30多年来，水利建设共完成土石方18570万立米，加固

江、滁堤防200多公里。兴建水库30多座，总库容量5000万立米，其中

兴利库容约3000万立米。开挖灌溉主渠80条，中小干渠1900条6建造通

江涵闸34座，修筑山丘区塘坝9600面，总蓄容量2730万立米。兴建电力

排灌站356处，装机2475台套，排灌动力达85872千瓦：丘陵区拥有翻水
。

线50多条，多级提水最大高程65米；圩区站的排水能力计达130立方／秒

流量。可有效灌溉25．35万亩耕地，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74．7％。

： 设施配套、形成网络的水利建设成果，是江浦人民克眼常年水旱

的保障，也是抗御严重天灾的重要手段。1983年夏秋间，江、滁水位超

过警戒线0．5—2．0米，以压境之势持续60余天，全县数万干群日夜奋

战，保住了全部内圩，并夺得水稻2．55亿斤的好收成。



江浦地质，也具多层次特点。老山山脉由古生代震旦纪、寒武纪地

层上升造成，岩质多为白云石，石英石及石灰石。老山与滁河间的永宁

地区，又有许多处中生代三迭纪砖红色粉砂岩出露；老山东南麓的黄土

丘陵，原是古老的长江冲积平原，(在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中期)被流水

切割而成，土层下有着丰富的黄砂、卵石堆积。
’

· 另外，江浦地下水资源也较丰富，富水地区，单开最大可能涌水量

为每日4590吨。

汤泉镇温泉密集，涌量大、温度高，水、汽对人体皮肤病、关节炎等

多种疾病均有较高的医疗价值。温泉并和老山平坦、虎洼等景观胜地邻

近，又与整个“森林公园”道路衔接，东连顶山珍珠泉，西通龙洞、狮子

岭，更是本县开发温泉疗养和风景旅游的一大资源优势。

江浦社会经济、文教卫生、交通邮电及商业供销的发展，均成绩显

著。
。

农副业1985年，农副总产值13630万元，比1949年增长4．88倍。

粮食总产量35316万斤、油料1302万斤。麻类1182万斤，创历史最高纪

录。出栏生猪74507头、家禽97．96万只，水产品2262吨。近几年来，农

村产业结构的变化，促使农村多种经营有了新的发展。1985年，全县

林、牧、副、渔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37％。其中林业增长最快，1985年比

1980年增长近16倍。全县有442个苗木专业户，占专业户总数的59％，

部分地区有苗木乡、苗木村之称。

工业解放前，江浦只有一些酿酒、榨油、铁木小农具等农村手工业

和星甸石灰窑的石灰生产、高旺至兰花一带黄砂的零星开采。建国初期，

基础仍十分薄弱，1949年，全县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8．8％。

解放后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

展。1985年，全县有工矿企业412家，已发展为有色金属、机械、电子、



纺织、化工、食品、建材及非金属矿开采等27个行业。

1 1985年，全县工业产值18498万元，]北1980年增长1．4倍，已占工农

，业总产值的57．57％。 一．

交通邮电解放前，江浦只有土公路16公里，穿过县境一角通往合



解放初期，县城仅有一家合作诊所、一家私人牙瘸诊所。广大农村

缺医少药，常见病、多发病成灾，血吸虫病流行。

现在，全县各级医疗机构56个，其中乡镇级医院13个。拥有专业卫

qj技术人员660人，医疗床位490张。一般患者可在乡镇就医，重症能来

县城治疗。解放以来，血防工作成效显著，已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。

商业供销全县商业零售网点2468个，已密布城乡，深入村镇。从

各种生产、生活资料到日用杂品，均供销两旺。各乡镇农副市场的开辟、

个体经营的兴起，更活跃了社会经济。1985年社会商品销售总额为12737

万元，比1980年增长了57．5％。江浦人民的生活水平，正在不断提高。

瘩江镇文德东路新街景



说 明：

江浦县地域隶属沿革表

1．本表所列隶属沿革，仅指原和州四乡之地，即今江浦县的基本地域。原滁州丰城乡地．

六合孝义乡地，大部分巳于现代划出县境，存留不多且界限难确，故未另作表述。

2．春秋战国前，只是地理地域分野，秦建郡县以后，方为行政隶属区划。

时 代 隶 属 备。一 考

上古、

夏、商，西周 地介江淮 隶属失考。
：r⋯．：一¨-’，～ⅥM，‘

(至-771年)

春 秋
是年为楚康王元年。“为棠邑，地属楚!。

(-770至-476年)
口棠邑之置已久，至是始见春秋传。

周炅王十三年 地属楚后入吴
(-559年) 是年为吴王夫差十年。‘

周敬王三十四年 “吴子夫差始通江淮，。地遂属吴。妒
．．一 ．《江浦万历志》‘(-486年)

战 国 是年为越王勾践二十四年，越灭丢。‘
(-475至一221年) 吴亡入越 搿越灭吴，不能正江淮。?、鬟江沛万历志》

周元王三年 越亡仍属楚 “春秋属楚，后入吴，暴亡入越，。越亡仍属
(-473年) 楚。弦 ’《和州志》

‘

“始皇灭楚郡天下，置九江郡i 7
．， j。

秦 ，． i 《’江浦雍正志》·

(-221年至-207年)
九江郡东城县乌江亭地

口鸟知’秦为九江郡之东城县乌江亭如、箩‘
．： 《太平寰宇记》 j．

。历阳魔县，今州治秦县也。项羽封范增为

汉 侯邑，谊肖无江都尉治，。i后汉时抚州刺史治
。‘，

， 。4”．

九江郡历阳县地 焉。零‘．：一写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。。簪镶乏三j
(-206年至220年)

“历阳本汉旧县，南有历水，故名历阳。九

江都尉居之，属九江郡。一 《太平寰宇记》

。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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